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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的陶瓷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在世界陶瓷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我国是世界上陶瓷制品产销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其产地遍布大江南北，风格迥异、具有独立完整生产体系的大型产区就有十

多个，陶瓷制品在晚清之前一直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

如今，大众接触陶艺的机会已不再局限于日常生活陶瓷用具，抑或陶艺

教育与展览，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亲身参与其制作过程，真实地体会陶瓷制作

的乐趣以愉悦身心。

陶瓷制作技术的经验是从不断的实践中获得的，陶瓷的发展也随着科技

的进步而日新月异。本书的内容共分七章，分别从各个角度阐述了陶艺设计

的知识，并力图对平时不常见的技法进行解说。撰写本书的初衷，其一是梳

理从业以来积累的陶艺知识与技术经验，其二在于将有关陶瓷知识和技术广

泛地推广，以供相关从业者参考。

PREFACE



吾华美术，以制瓷为第一。何者？书画、织绣、竹木、雕
刻之属，全由人造，精巧者可以极意匠之能事。独至于瓷，虽
亦由人工，而火候之浅深，釉胎之粗细，则兼借天时与地利，
而人巧乃可施焉。故凡百工艺，欧美目吾华皆若土苴等视，独
瓷则甘拜下风，尊为瑰宝，诚以瓷质之美，冠绝全球，虽百图
仿效，终莫能及，盖得于天地者厚也。宜夫“钗拿”之名，代
表国号，释其义则中国瓷之省文也。其声名洋溢，固已久矣。

——《饮流斋说瓷·概说第一》[ 清 ] 吴骞　[ 清 ] 许之衡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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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概论

陶瓷的发展大致先后经过陶统一天下、陶瓷并存、

瓷为主导三个阶段，陶与瓷是两个不同而又具有千丝万

缕联系的门类，二者包含于陶艺这个概念里。

陶艺概论

第一章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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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陶艺的概念以及起源

陶艺的概念是指用泥或石做原料，经粉碎后与

水混合成具有一定可塑性的黏土，再施以工艺加工

成型，并经过装饰、施釉，最后入窑烧制而成的陶

瓷艺术品。

陶器的发明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具有里

程碑式的大事件，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

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的人造物

质——陶。原始人类使用的石头、木头、鱼骨、兽

骨和植物纤维都是天然生成的，然而，陶的产生完

全不同于单纯利用天然材料，而是创造出了全新的

人造物质，为以后出现的金属冶炼、玻璃熔制和瓷

器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这对于人类的影响是重

大而又深远的。陶的出现使得烹煮食物、储存生活

物资变得比较容易，为人类的定居生活提供了重要

的物质条件保障，从而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据碳 -14 测定，我国现存最早的陶器出现在距今

9000~10000 年，南方地区的一些洞穴居住遗址中。

关于陶器的起源，最早的文献记录出现在神

话传说著作《山海经》里的寥寥数笔：“有神十人，

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大荒西经》）又：“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

身，一日中七十变。”（郭璞注）古籍载：“天地开辟，

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

引绳于泥，举以为人。”（《风俗通》）其中不难推测，

陶器的制作必须要先掌握土与水的性能，但是，包

括“舜陶于河滨”（墨子《尚贤下第十》）或“昆吾

作陶”（《吕氏春秋 •郡守》）都没有对陶器制作过程

做出实际性的解答。

目前，学术界对于陶器的最早起源方式并无定

论，大多数尚为推测。《人类远古研究史》中提到

戈盖的推测为 ：“人们先将黏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

着火的容器上以免被烧毁，以致后来他们发现单单

用黏土本身亦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

制陶术了。”查理 • 琼斯说 ：“在美国土著中，最早

的陶器似乎是用灯芯草或柳条作为模子制成的，等

到器皿本身坚固以后，就把模子烧掉。”（路易斯 •

亨利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一章）恩格斯提到：“可

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

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

能够耐火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

卷）《老子》：“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 •陶埏》中提到：“水火既济而

土合。”无论哪种推测说，原始先民首先要具备对

于水、火、土的综合把握能力，这是陶器产生的先

决条件，而这种能力的产生，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

不断的经验积累而得到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原

始先民最先可能采用的制陶技术，可能是捏塑法和

贴敷法，也就是在由植物编织的用具上涂抹黏土，

通过开始无意进而有意识的火的烧制得出的经验。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个过程，陶器的出现最初

形态也不可能体量太大，极有可能是属于捏造的小

物件，即使在烧成条件匮乏的情况下也有烧成的可

能性，进而通过原料的筛选、成型方法的进步、烧

成温度的提高，最终烧制出体型较大的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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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陶艺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历程

一、原始社会时期

中国陶瓷具有灿烂漫长的发展历史，早在旧石

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灰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我国境内的早期制陶遗址屡有发现，通过对浙江省

余姚河姆渡遗址一期、大地湾遗址一期、河南密县

裴李岗文化遗址，以及更早的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洞

穴遗址陶片遗存的考察可以看出，其成型手法具有

比泥条盘筑法更早、更原始的成型方法，文物考古

工作者称之为“泥片贴筑法”，至于泥条盘筑法与

轮制成型法的出现已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才出现和普

及的。原始先民对所选用的制陶原料也不断地加以

改进，仰韶时期的先民选用的原料已是经过选择的

自然淘洗沉积土。为改善黏土原料的工艺性能，原

始先民还有意识地在黏土中加入沙子、稻壳、贝壳

屑等材料，它能够有效地降低坯体在干燥和烧制过

程中的变形与破裂等缺陷并提高坯体的耐火度。这

个时期陶器器表的装饰比较原始，主要有印纹、堆

纹、剔刻纹、镂雕纹、烧成后彩绘、抛光、施加化

妆土等形式，题材以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生

活场景描绘等为主。烧成方式也逐步走向成熟，由

最早的平地堆烧到窑烧（竖穴窑、横穴窑），烧成

温度也由早期红陶的 600℃提高到白陶的 900℃左

右。据对新石器时代的红陶、灰陶、白陶、黑陶烧

成温度的统计，烧成温度一般在 600℃ ~1000℃。

二、夏商周时期

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

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

变革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手工业开始有分工

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夏、商、

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

陶、红陶、原始陶等。（见图 1-1 至图 1-8）造型功

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

斝等。白陶在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所使用

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

陶器品种高。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

不断改进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在商代中期出现了

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

胎质烧结程度的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

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

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夏、

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

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

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 1.8 米；根据不同产

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

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

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

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

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 1200℃。所以说，窑

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图1-1 灰陶觚形杯　大汶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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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红陶实足鬶　大汶口文化

图1-3 白陶背壶　大汶口文化 图1-4 黑陶大陶甗　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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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涡纹彩陶壶

图1-7 彩陶鼓 图1-8 印纹硬陶垒　西周

图1-6 白陶印纹残片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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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汉时期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

造大规模的阿房宫和陵园。因此，砖、瓦等建材和

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得以大量烧造。1974 年在秦

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质兵马俑，

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 从已发掘的三个

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制

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

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

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

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像兵马俑那样的

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

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

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

汉代人重视墓葬，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

“明器”，它与祭器的区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

间所用而非为生者所用。陪葬品中被大量使用的为

陶制品。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模拟生活场

景，如陶质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

台、奴仆等，营造供死者享用的虚幻环境。汉代的

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

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在 950℃ ~1000℃，为低温

釉。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

到比较完善的程度；此时南方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

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见图 1-9

至图 1-13）

图1-9 兵马俑　秦

图1-10 兵马俑　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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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陶仓　汉 图1-12 红陶人物俑　东汉

图1-13 绿釉陶犬　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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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从三国到南朝陈亡的 360 余年中战乱频繁，北

方的陶瓷业遭到巨大破坏，而南方的瓷业有了很大

发展。这个时期为中国瓷器史上的发展阶段，青瓷

一统天下，也有黑瓷与白瓷。由于民族的大融合以

及佛教的传入，陶瓷艺术风格开始呈现多样化。尤

其重要的是，在北朝晚期成熟的白瓷首先在北方出

现，这说明当时的制瓷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

胎釉中的含铁量得以控制，为后来的青花、五彩、

粉彩等精细瓷器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白瓷的烧

造，是我国陶瓷史上新的里程碑。（见图 1-14）

五、隋唐五代时期

隋代南北瓷业开始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烧

制的器物也明显增多。南北窑都大量烧制的高足盘

是隋瓷中最典型的器物。隋代瓷器的装饰有印花、

刻画花、贴花等，胎体一般比较厚重，胎内施釉、

胎外施釉不到底，青瓷的烧造一般为不太成熟的还

原焰。白瓷虽然在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但真正烧制

成功则在隋代。

唐代对外文化交流频繁、海陆贸易发展极为繁

荣，瓷器发展与当时时代和社会风尚紧密相连，如

饮茶之风、厚葬之风盛行使茶具、唐三彩得以迅速

发展，形成了唐代陶瓷器的特有风貌。唐代瓷器的

发展，形成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

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器系统，一般以“南青北白”

概称。除此之外，还有“釉下彩”瓷、“花”瓷等

新品种，“三彩陶器”也是唐代制瓷工艺成就的重

要组成部分。唐三彩大多出自墓葬。西安、洛阳一

带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

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

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

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

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

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

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

到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

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初唐

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

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

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

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

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

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

有绿、 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

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

花鸟走兽无所不包。（见图 1-15 至图 1-18）

图1-14 白陶螭柄壶　北朝 图1-15 唐三彩双鱼瓶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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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前朝的陶瓷造型多沿袭晚唐风格，白瓷以

唇口碗、花瓣口盘出土最多，出现少量的刻花装饰

和釉下褐彩装饰，制作较前精巧优美。陶瓷成就表

现在成型技术上有所突破、通过改进窑炉结构成功

控制了还原气氛、支钉小且少为满釉瓷器的烧造成

功提供了技术支持、装烧技术的改进更具有开创性

等几个方面。典型的代表为越窑青瓷的“秘色瓷”。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

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 ：一是作“秘

密”解释，这种解释来自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

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沾边；二是青瓷釉

色之一种 ；三作“稀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

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

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

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

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

成就。（见图 1-19）

图1-16 釉陶骆驼载乐伎俑　唐 图1-17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花卉纹枕　唐 图1-18 长沙窑青釉褐彩执壶　唐

图1-19 秘色瓷　法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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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宋金时期

宋金时期是我国瓷器艺术得到空前发展的时

期，尤其宋代科学技术的发明与进步对陶瓷艺术的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

量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此时官窑层出，私

窑蜂起。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含义。

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

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则是一

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

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梁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

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

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

的勘察造成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遗址也就无

从考查。

最著名的官窑当属定、钧、汝、哥、官五大名

窑以及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等。1. 定窑属宋代

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

故名定窑。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

黑釉和绿釉。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

可见支钉痕迹或沙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

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

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画花、印花、剔花等多

种手法，图案常见花果禽鸟。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

期，纹饰线条清晰明朗，反映了当时比较高超的刻

模与脱模技术。另外，定窑瓷釉层较薄，釉面光润，

也使刻花、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形成其独特的

美术风格。2. 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

宋初于此设窑，故名钧窑。钧瓷烧成工艺不同于其

他，为二次烧成，其第一次为素烧，然后施加釉彩，

再进行第二次窑烧。钧窑瓷釉利用铁、铜呈色不同

的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天青、月白等色，

具有乳浊不透明的感觉。钧瓷在宋代也被称为“花

瓷”，它的釉面特征是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

被称为“蚯蚓走泥纹”，加之钧釉在烧造过程中变

化无常，不为人工所控，所以后人难以仿制，有“钧

瓷无双”之说。3.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

窑之首，遗址位于宝丰县清凉寺，窑以州名。其产

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

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

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4. 哥窑也被

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

才有文献记录。哥窑的釉色以青色为主、铁足紫口、

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曰“百圾碎”。哥窑瓷器的

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

油灰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的。它的主要特点是

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

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

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出现的较粗裂纹呈现黑色，较

细的裂纹呈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

线”。5. 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

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

的青瓷。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

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

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

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

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的“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

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宋代在中国的陶瓷史上美学境界也极为高超，

无论是制作技巧还是器型美感、釉色效果、装饰手

法等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其成就表现在北方

地区：铜红釉的发现与应用、覆烧工艺的创造与推

广、白地黑花装饰的兴起、釉上红绿彩的出现；南

方地区选用优质瓷土、窑炉体积扩大、釉面装饰创

新等。（见图 1-20 至图 1-22）

图1-20 定窑白釉划花游鹅纹碗　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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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元明清时期

元代陶瓷业基本上承袭了前代旧制，除青花、

釉里红等品种外，没有太多发明。在此时期，江西

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原因在于：一是

景德镇地处皖赣边区，受战争影响不大，社会经济

状况较为安定 ；二是当地原料丰富，开挖使用较为

便利，技艺上博采众长，产品制作精致，有“工匠

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美誉；三是因为宫廷重视，

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一所管理陶瓷产业的机构

──浮梁瓷局；四是出口量增大，从另一个角度刺

激、促进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元代青花、釉里红

的出现，使我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

的时代。在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

哪一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影响巨大而且流

传深远的。青花瓷器的真正全盛时期在明代，制造

技术传播至日本等国，最后传到欧洲。（见图 1-23、

图 1-24）

图1-21 汝窑盘　宋 图1-22 哥窑盘　宋

图1-23 景德镇卵白釉印花孔雀牡丹纹“福禄”碗　元 图1-24 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牡丹纹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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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手工业、商业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很大发

展。自唐宋以来，瓷器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之一，到明代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为前代所不

及。当时，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官窑日益繁荣，大量

生产御用器皿和民用瓷器，质量高、销路广，代表

了明代制瓷水平。在颜色釉、釉下彩的基础上，又

创造出“斗彩”“五彩”“新彩”等新品种，形成独

特的艺术风格，将陶瓷艺术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所有这些，都为清代陶瓷艺术的拓展和提高打下了

良好基础。（见图 1-25 至图 1-27）

清代的陶瓷，总体上继承了明代的优点，并以

此为基础将我国的传统陶瓷制作工艺和丰富的釉色

发展到了顶峰。清代的釉彩除了继承青花、釉里红

之外，还应用了硼酸釉，使釉上彩的种类达到了十

几种，如古彩、粉彩，还有从西方引进的珐琅彩，

使绘画与瓷器得到了密切结合。此外，各种综合装

饰手法的应用也频频出现，体现高超手工技术的镂

空、套烧、转动的器物也大量问世，清代的陶瓷艺

术为我国的陶瓷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由于历史原因，自晚清至民国时期，我国的陶

瓷制作与生产停滞不前，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陶

瓷的生产与研究才得以逐渐恢复。（见图 1-28 至图

1-33）

图1-25 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牡丹纹罐　明

图1-26 景德镇窑斗彩果子洗　明 图1-27 景德镇窑青花骑兽吹螺人像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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